
国内高铁线上近一半的高速动车组
出自他们之手；我国各速度等级的首列动
车组，都从他们手中诞生；他们研发的
CRH380A 跑出了 486.1km/h 的世界铁
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他们将动车组打造成
一张张流光溢彩的“中国名片”，使我国高
速列车实现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精
彩蝶变⋯⋯他们是高铁追梦人——中国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设计团队。

激情演绎“中国速度”

2010 年 12 月 3 日 ，京 沪 高 铁 先 导
段。一列 CRH380AL 动车组沿路贴地

“飞行”，划破冬日的晨曦。车内速度显示
屏 上 ，数 字 一 路 飙 升 ，最 终 定 格 在
486.1km/h。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诞生了！来自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
设计团队难掩激动、感慨万千。

时间回到 2004 年。这一年，我国确
立“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
国品牌”的基本方针，并发布《国家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引
进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由此，设计团队
开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然而，技术引进远非简单的“拿来就
用”。“外方不教你设计方法，只教你读
图。”团队带头人、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总工程师梁建英说，而且，我国铁路无论
在线路条件、运用环境和运营模式上都有
独特的国情路情，照搬国外现成技术根本
行不通。因此，外方预言，设计团队对引
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至少需要 16年。

事实上，仅仅 2 年后，我国首列时速
200 至 250 公里动车组就问世了。期间，
设计团队不仅完成对所有原始图纸、资料
和技术标准的消化吸收，还针对我国铁路
运营环境完成 110 项优化设计，解决了引
进技术“水土不服”的难题。“买得来技术，
买不来技术创新能力。”梁建英说，团队把
在原有基础上发力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主
攻点，短短 2 年间，国内首列时速 300 至
350 公里动车组、首列长编动车组、首列
卧铺动车组，相继诞生。

2008 年 ，全 面 自 主 创 新 研 发 时 速
380 公里动车组的重任摆在设计团队面
前。时速 380 公里，这一接近飞机低速巡
航速度的动车组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凭
借责任、激情和攥紧拳头的“狠劲”，设计
团队整整攻关 18 个月，完成业内规模最
大、历时最长的科学研究试验，攻克了高
速条件下动车组系统集成、头型、铝合金
车体、牵引制动等十大关键技术。

CRH380A 动车组震撼问世！最高
运行时速 380公里,跑出 486.1km/h的世
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值得骄傲的是，CRH380A 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专利 181 项、标准
189 项，设计团队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这一连串傲人的数字，标志着
中国高速动车组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

跑者”的华丽蝶变。而实现这个蝶变，仅
用了短短 6年。

如今，CRH380A 动车组已成为我国
高铁一张亮丽的“名片”，在京沪、京广、沪
昆等高铁大动脉担当运营主力，目前累计
安全运行超过 3.5 亿公里，单车最高运行
超过 309 万公里，各项技术性能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掘地三尺”攻克难关

“创新无捷径，就是要有掘地三尺的
劲儿。”在集高精尖技术于一身的高速动
车组领域更是如此。副总工程师丁叁叁
至今还清楚记得 CRH380A 动车组车头
的攻关经历。时速 380 公里的高速度动
车组头型，其设计方法和技术标准都无先
例可循，难度不亚于飞机设计。为拿出最
佳方案，设计团队最初做了 20 个概念头
型。仅头型气动性能，团队就进行了 17
项、75 次仿真计算，做了 760 种工况的气
动力学试验和 60 个工况的噪声风洞试
验，完成了 22 项多达 520 个测点的线路
测试。

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超乎想象的
工作量。光进行仿真计算，团队就花了
100 多天。“当时我们仿真动车组过隧道
时的压力波走势，计算单位精确到了千分
之一秒。这意味着每绘制一个压力波，就
要计算数万次。”丁叁叁回忆说。最终，当
性能最优的“火箭”头型出炉时，记录气动
性能海量的数据纸堆了四米多高！

从 CRH380A 的“火箭”，到更高速度
试验列车的“青铜剑”、耐高寒抗风沙动车
组的“骏马”，再到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蓝
鲸”⋯⋯设计团队“雕刻”的一张张“中国
面孔”，见证着中国高铁创新前行的足迹。

而为中国标准动车组设计碰撞安全
防护系统，团队整整攻关了 2 年。碰撞安
全防护系统是世界高速列车领域的一项

技术“制高点”，难度极大。为突破关键技
术，团队前后研究了数百种不同的结构，
做了 18 种概念模型，历经近百次仿真计
算和试验验证，期间，仅仿真计算生成的
结果数据就高达 5000G。设计师陶桂东
形象地说，“这就好比设计人员前后制作
了上千万块砖，再用上千万块砖砌成一座
高楼大厦”。

“铁军”筑就“高铁梦”

业内公认，“高速动车组不仅是设计
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设计方案可
不可行，动车组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这都需要大量的试验为动车组“把脉”。
而每一次试验对设计人员都是精力和体
力的双重考验。“搞科研不仅要有敢为人
先的勇气，更要有铁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
韧劲。”梁建英说。

2014 年，在风沙飞舞的兰新线，耐高
寒抗风沙动车组进行风沙试验。为赶上
凌晨刮大风的时间，设计人员每天从下午
4 点跟车，一直试验到第二天凌晨 4 点。
整整 2 个月，团队跟车跑了 3 万公里，没
睡过一个整觉。“实在困得不行就趴在沙
袋上眯会儿。”设计师程建峰回忆说。

为了测试动车组耐高寒性能，设计人
员又远赴奥地利，连续 22 天蹲守在零下
40℃的“冰箱”实验室里，平均每天高强
度试验 18 个小时。连奥地利实验室里配
合试验的人员都感叹，“这是一支铁军”！

而对设计人员来说，这只是冰山一
角。每种车型上线运营前都要上线路试
验，以解决发现的问题。10 余年来，设计
团队冒严寒、顶酷暑，足迹遍布京津、郑西
和京沪等高铁线⋯⋯

2008 年底，为突破时速 350 公里动
车组的一系列技术难题，设计团队赴京津
线试验攻坚。滴水成冰的寒冬，设计人员
凌晨四点天还未亮就开始跟车，上轨道、

钻车底，一直工作到深夜。一连 7 个月，
每天休息不超过 4 个小时，而这是设计人
员跟车试验的常态。2009 年，为了攻克
CRH380A 动车组的关键技术，团队经历
了业内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跟车试验，
设计人员前后试验 18 个月，跟车跑了
2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50多圈！

设计师张振先背包里的两件小东西
令团队所有人动容。那是张振先赶赴中
国标准动车组试验临行前，“女儿看我收
拾行李，过来往我包里塞东西，说‘爸爸，
你好像很久才能回来，这是最好吃的棒棒
糖，我给你装包里，路上吃吧。这是削铅
笔的，叫转笔刀，可好用了！送给你，在外
边工作时用吧。爸爸，我会很想你⋯⋯’”

十年追梦。这支设计团队涌现出了
一批创新能力强、具有广泛行业影响力的
领军人物。梁建英、丁叁叁、邓小军、马利
军⋯⋯这些高速列车系统集成、转向架、
车体设计领域的技术专家，为中国高速动
车组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能量。目前，设计
团队在高速动车组领域已获得 4 项国家
级、8 项省部级项目奖，4 项国家级、20 项
省部级个人奖，拥有发明专利 35 项，并主
持或参与编制百余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对创新的追求和对技术的痴迷从未
停步。不久前，被誉为代表未来牵引方向
的动车组——我国首列永磁高速动车组
横空出世，设计团队成功攻克将永磁牵引
系统应用到高速列车的关键技术，使我国
跻身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永磁高速列
车技术的国家之一。2015 年 6 月 30 日，
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一列崭新的时速
350 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开展试验，
这标志着团队设计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取
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唯创新者强。这支中国高铁列车研
发的先锋，将在创新之路上勇往直前，
他们的梦想是让中国的高铁列车驰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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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铁 追 梦 人
——记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设计团队

本报记者 刘 成

每天傍晚，贵州省盘县普古乡舍烹
村的银湖广场霓虹闪烁、乐声悠扬。村
民们结伴来到这里，或散步、或跳广场
舞；孩子们嬉戏追逐，一派和谐、欢乐
的景象。

舍烹村位于乌蒙山深处，生活着彝
族、苗族等 8 个民族的 200 余户人。落
后、偏远曾是这里的“标签”，如今，村
里产业发展、村民富裕，今非昔比。村
民说，这些变化，多亏了陶正学。

52 岁的村民陶正学，16 岁起就到外
地闯荡，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干出了不
小的成绩。此后，他怀着“帮富、领
富、带富”的赤子之心，带着上亿元资
产回到家乡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创业致富 同奔小康

2012 年，陶正学从相关文件中嗅到
发展农业的商机，他关停自己的洗煤厂
和煤矿，提出带领乡亲发展农业和旅游
业，帮助大家致富。当年 5 月,银湖种植
养殖合作社成立,注册资金 2000 万元,陶
正学任理事长,占股 27%,村民占股 73%。

陶正学承诺每股 20 万元，可以多人
合入一股，农户自筹一半，他垫资一
半。实在困难的村民，可以从陶正学处
借本金，再用劳动报酬等偿还垫资，这
让村民吃了“定心丸”。42岁的陶溜江弃
工回家入股 5 万元，又将 4 亩耕地流转给
合作社，每年可收入 2000 多元；她和丈

夫在合作社务工，两人月收入 5000 元左
右，生活轻轻松松。合作社社长陶永川
以前辗转多地打工，收入不低，但目前
只拿每月 2000 多元的工资，他说：“我
看重的是远景，发展阶段不谈工资。”就
这样，世代务农的舍烹村民一个个变成
了股东。目前，合作社已吸纳 2864 人，
带动 1161 人脱贫，入社村民比前一年平
均增收 3000元。

2013 年，陶正学又创办了贵州娘娘
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公司，合
作社占股 20%。他希望通过农业服务旅
游业,旅游业再促进农业发展，达到“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依托合作社和
旅游公司，盘县顺势而为，成立了贵州
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
先后进入贵州省 100 个农业示范园区和
100 个旅游景区。园区从舍烹拓展到盘
县普古乡、水城县龙场乡的 19 个村，共
种植经济作物 1.92 万亩，预计今年收入
800万元。

“回报家乡，回报社会，这是我们非
公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要科学发展，
把帮扶对象变成合作伙伴，心连心，手
挽手，创业致富，同奔小康。”陶正学
说。他聘请专家为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了
详细规划，决定以现代科技农业为核
心，以“一年打基础，二年见规模，三
年出成效，四年见效益，五年大丰收”
为目标，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依
托优质、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着力

打造出一个集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美丽乡村。

按照规划，陶正学正忙着全力打造
“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
区”。“等工程全部完工，咱们舍烹人的
生活不会比城里人差。”陶正学说。

人人小康 家家欢颜

陶正学投入巨资后，变化最大的是
村子，收获最多的是村民。如今的舍烹
村村容整洁，村民家里窗明几净。而几
年前，这里交通闭塞，清一色的茅屋和
黑瓦。

“ 曾 经 的 劣 势, 现 在 成 了 发 展 的 优
势。”陶正学说,正因为偏远、落后,舍烹
的原生态才得以保全下来。娘娘山湿地
公园、飞流天瀑、暗河溶洞、大峡谷
等，都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景点，形形
色色的山景，新鲜的空气都将成为“卖
点”。陶正学让舍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思 想 观 念 也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 早 上 8
点，记者在银湖广场停车场看到，播秋
村的李大哥夫妇开着小轿车来这里做
工。陶正学带头发展农业、旅游业以
来，舍烹一年比一年热闹，商业机会增
多，村内农家乐、餐馆已超过 5 家，目
前在合作社和旅游公司工作的固定员工
有 200多人。

这些年，陶正学只要听到谁家有困
难，总会伸手去帮上一把。新寨村人畜

饮水困难他出资帮助解决；舍烹小学修
建教学楼，他出资 24 万元；他出资 1160
万元改建村活动室、改造村民住房等，
使舍烹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考上大
学的贫困生，他每人每月资助 1000 元，
直至完成学业；每年春节，他都给村里
60岁以上老人发放 1000元慰问金⋯⋯

2013 年，舍烹村村委会换届，陶正
学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他还被聘为园
区 所 涉 8 个 村 的 联 村 党 委 书 记 ； 2014
年，陶正学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
年 9 月，荣获全国民族大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陶正学说,得到认可和肯定，再
苦再累都“很值”。

为让园区的村民干得舒心、吃得安
心，联村党委在陶正学的带领下，对村
民实行精细化服务：村民每天可乘坐公
交车上班，中午吃上一顿免费可口的午
餐，在家门口成为“上班族”，村民赚
钱、顾家两不误。

联村党委还以“把生态做成产业，
把产业做成 生 态 ” 的 发 展 理 念 实 施 生
态产业建设。如今，石漠化的山上种
了刺梨，烂河滩被改造成为优质的猕
猴桃基地，烂河道变成绿地宝地，园
区变成了景区，生态产业走上了循环
发展的快车道。

人人 小 康 ， 家 家 欢 颜 。 如 今 的 舍
烹村，在陶正学的带领下，正沿着特
色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路子，大步
迈向小康。

贵州省盘县舍烹村村民陶正学在外经商多年，带着上亿元资产回到家乡——

一位民营企业家的乡愁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初冬的暖阳里，记者来到
安徽合肥福泉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生产金针菇的恒温
车间里，一排排货架上的金针
菇培育瓶排列整齐，一根根金
针菇洁白鲜嫩、亭亭玉立，蓝光
灯正来回穿梭照看着它们。

总经理柯家厚是位 80 后
帅 哥 ，宽 宽 的 脸 庞 、厚 肩 膀 。
2008 年，他从福建来到合肥创
业，如今已是当地有名的蘑菇
大王。

高中毕业后，柯家厚一直
在家乡从事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机械设计、安装。随着经验渐
丰，他发现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前景可观，便于 2008年来到合
肥肥东县创建了合肥福泉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金针
菇等食用菌的工业化生产。经
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目前，该公
司 年 生 产 食 用 菌 鲜 菇 已 达
5000多吨，产值 6000多万元。

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是柯家
厚创业的根基。公司成立后，
他严格按照国际先进的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理念组织生产，先
后投资 2000 多万元，建设了 1
万多平方米的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车间，进行标准化立体生产，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
他发现按照传统袋栽模式生产食用菌，存在生产周期
长、出菇质量参差不齐等弊端，影响了生产效益。经过
潜心钻研，他先后研发和实施了金针菇瓶栽生产工艺
和液体菌种生产工艺，使生产标准化、自动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

公司成立之初，柯家厚就十分注重品牌建设。
2009 年，公司生产的“顺泉”牌金针菇通过了农业部

“绿色食品”认证；2010 年，被评定为安徽省食用菌行
业“优秀品牌”。如今，柯家厚已成为安徽省食用菌技
术协会会员、安徽省园艺学会会员。由于潜心创业、务
实求真、不断创新，他先后被授予“合肥市优秀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安徽省食用菌行业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

近年来，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反复试验，柯家厚把食用菌生产
原料由原来的以棉籽壳为主调整为以农作物秸秆、玉
米芯等为主，年综合利用量达 5000 多吨，可谓“一斤
秸秆产一斤菇”，并可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300 多万元。
同时，公司还对食用菌生产后的菌渣进行综合利用，将
其开发成有机肥料。

柯家厚靠着科技创新，不断带动农民致富、引领行
业发展。谈到未来，他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食用菌工
厂化生产新技术、新工艺的探索，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和满腔热情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我要不断努力，一
步步实现‘变废为宝、兴菌成业’的创业梦。”柯家厚说。

安徽合肥福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家厚

：

变废为宝

兴菌成业

本报记者

白海星

山东阳谷县大布乡大布村村民布建芳今年 71 岁，

从 1991 年起收藏纽扣，并于 1996 年在自家建起“世界

纽扣博物馆”。从事纽扣收藏 30 多年，他共收藏了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品的各式纽扣 10 万余种、近 20 万

枚，分为纪念、标志、珍贵、古老、奇型、大小、孤品和质

地八大类，是当今世界纽扣藏品数量品种最多、我国首

个具有世界专业水准的纽扣博物馆，并于 1997 年至

2000 年被连续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他撰写的《漫

话纽扣》和《腰带钩扣史话》分别荣获国际优秀论文特

等奖和世界重大学术成果特等奖；《腰带钩扣史话》还

荣获世界华人优秀创新成果特等奖和世界孔子金奖，

被载入英国大不列颠艺术家百科全书。

图为布建芳向来访的孩子介绍部分图板上的纽扣

故事。 陈清林摄

农家院里的“纽扣博物馆”

图①图① 高速动车组设计团队在进行高速动车组技术方案的分析高速动车组设计团队在进行高速动车组技术方案的分析。。

图②图② 团队成员在进行团队成员在进行高速动车组部件噪声试验高速动车组部件噪声试验。。

图③图③ CRHCRH22GG 型高寒动车组在进行线路考核型高寒动车组在进行线路考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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